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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冬日京城研学

北 京 是 一 个 蕴 含 丰 富 历 史 资

源的城市，是不少学校向往的教育

之城。寒假期间，广东省深圳市南

方科技大学实验教育集团第二实

验小学 19 名学生与 6 位教师赴京，

开展一场“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

研学旅行。

这次研学旅行是基于语文单元

学习“中国世界遗产探秘”的跨学科

统整课程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的一次

学习，聚焦学生能力与素养的提升，

以研究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为主要

内容。

学生们从“周口店山顶洞人”

遗址出发，探索人类起源；游览长

城，感悟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走

进天坛、故宫，感受中华文明的辉

煌；最后，以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

游览现代化首都收尾，感悟中华文

明的复兴。

“寒假生活”存入记录袋

今年寒假，北京市西城区康乐里

小学的学生彻底告别了书面作业，学

校给每个学生发放了一个“我的寒假

生活”记录袋，用来珍藏学生假期生

活的点点滴滴，比如一本喜欢的图

书、一张照片、一幅绘画、一张演出

票、一副春联。

开学后，学生将记录袋带回学

校，与同伴分享假期生活，还可以参

加评选“快乐文明过寒假好少年”。

“小作家”新书发布会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

“蓬莱小镇”魔法小书店近日举行了

新书发布会，此次发布的是 12 名学

生的 9本手绘书。“小作家”们用充满

个性的方式介绍自己的作品。《三个

小石娃》的作者肖灵手工制作了 3个

小石娃，与读者分享石娃们的故事；

《神奇澳洲 神奇泰国》的作者王安婕

和曹嘉馨用微型相声的方式推介澳

洲和泰国；《爱马日志》的作者冯熙然

一身骑马装，仿佛把现场观众带到了

茫茫草原……

在新书“签售”环节，学生们手持

小镇货币或积分卡购买心仪的手绘

书。每本两元小镇货币，买一套 9本

只需 15 元，合理的售价、精美的内

容，使每一个书摊前都人头攒动。购

得新书的学生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

沉浸在同伴的故事中。

（刘亚文 辑）

课程故事

好课程中生长好故事，有故事的课

程流动着成长的活力。在课程实施中，

学生与自己、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

之间一定发生过值得记录的事情。故

事里的事，或许是学生的创造力带给教

师的惊喜，或者是一次美丽的错误带给

师生的启发……我们的想象有限，你们

的故事精彩无限。2018年，让我们从讲

好课程故事开始，挖掘过程育人价值。

故事1800字，校长点评600字。

课程图纸

与学校课程报道相比，本栏目细

化学校课程的“施工图”，编发学校某

一门课程方案或区域某一类校本课程

的指导纲要，并由“本月点评嘉宾”进

行评析。3500字左右。

征 稿

一线动态 发现美好课程

有有““尊重尊重””味道的味道的““ID+ID+””课程课程
——浙江省宁波国家高新区外国语学校初中部自主育人实践

初中课程改革是先丰富课程还是先建构课堂？课程与课堂互为何种导向关系？课程拿什么培育学生素养？浙江省宁波市国家高新外
国语学校初中部探索出一个全新的答案。

经过多年发展，学校课程改革

依然存在一种现象：小学做得丰富，

高中做得精致，初中一片安静。有

人认为，小学做得好是因为社会和

家长关注得多，高中做得好是因为

有高考改革压力，而初中不被人关

注，亦没有不得不改的理由，所以做

得“不温不火”。

真的如此吗？学校开展课程改

革，应该是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师生

发展所需，对学生的尊重、对教育规

律的认识，而不应该来自任何外部

压力。只有从内心深处生发出的改

革，才能触动教育积弊，才能打开学

校发展、师生成长的一扇门。

浙江省宁波国家高新区外国语

学校自 2009 年创办以来，一直致力

于自主发展教育特色创建，并逐步建

立起助力学生自主发展的“ID+”课

程体系，践行蕴含“尊重”味道的自主

发展教育。

从育人出发，学校因为课程而

出彩——建设“ID+”课程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宁波市教育科

研优秀成果评比一等奖、基础教育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宁波市

“十二五”教育科研十大最具影响力

成果等荣誉。

“ID+”课程，究竟是什么呢？让

我们一起走进它的世界。

“ID+”课程源于自主课堂

课程是一所学校的核心竞争

力，有什么样的课程就有什么样的

文化。学校创办之初，虽然已经拥

有了助力学生自主发展的课程梦，

但并没有急于构建课程体系。学校

首先把着力点放在课堂这一教学改

革的主阵地，研究如何打造理想的

以学为中心的自主课堂，激发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进而让更多

学 生 爱 上 学 习 、学 得 有 效 、学 有

所得。

让“教室”成为“学室”，从“教

学”走向“学教”，学校以重建教与学

的关系为目标，先后经历了“模式推

动、要素推进、智慧升级”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模式推动改变传统

课堂形态。学校经历孕育、成型、运

用和丰富发展过程，构建了可操作

的“三环六学”自主课堂教学模式，

形成了完整、有序的学的结构。

第二阶段，要素推进追寻课堂新

常态。减少关于教学活动的程序要

求，引导教师聚焦自主课堂深入研

究。比如，优化对教材二次开发的导

学案、小组主讲式合作学习、“人人小

白板”展示与反馈、培养用规范学科

语言表达的“小先生”等，使教学行为

日趋科学，同时唤醒学生的主体意

识，让学生内心的“我”活跃起来。

第三阶段，智慧升级促进技术

与教学深度融合。依托平台，教师

遵循多样性、适切性、挑战性、趣味

性等原则，优化前置性学习任务设

计和问题设计，丰富学生学习方式，

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力。

学校推行自主课堂后，提高了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促进学生改进

学习策略，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自信

心、创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得到

持续发展。

许多来学校观课的教师评价，

“原以为初中生死气沉沉，但这里的

学生打破了这一刻板印象，他们有朝

气，自主发展的愿望和能力很强”。

另有观课同行感慨，“作为一线教师，

深刻体会到生源参差不齐给教师带

来的压力，教师越教越累。看到你们

的自主课堂，让人惊讶又感动”。

“五力”素养支撑“ID+”课程

学校尝到了自主课堂的甜头，

但并没有止步于此。

自主课堂解决了学生怎样学的

问题，而学生学什么同样重要，这涉及

初中 3 年到底给学生提供怎样的课

程。为此，学校开始了新一轮探索。

学校自主课堂以转变育人模

式、培养自主学习者为要义，但这一

时期的“改课”行动重点关注了国家

基础课程的校本化实践。而学校课

程不应满足做好基础课程，还需要

支撑学生自主发展的拓展课程。为

此，学校立足课堂改革已有成果和

学生成长需要，提出“ID+”课程理

念，从关注群体到关注个体，从重视

“育分”到聚焦育人，从被动发展到

主动发展。

“ID”取自“自主发展”英文 In-

dependent Development首字母。自

主发展教育是以培养学生主体意

识、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为价值取向，促进受教育者主动发

展的终身教育。“ID”也可以理解为

“身份”，强调主动和个性。“ID”还可

以理解为“I do”，强调实践，注重做

中学、生活中学、合作中学。

“ID+”中的“+”有课程聚集、整

合之意，也有无限发展可能之望。

“ID+”课程是能够为学生自主发展

助力的课程，助力学生自我管理力、

自我修养力、自主学习力、自主实践

力、自主创新力的提升，真正由被动

发展走向主动发展。“ID+”取其谐音

可以理解为“我的家”，给予学生力

量、促进师生和谐发展的家。

“ID+”课程提供给学生丰富的

学习资源、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但

是学习资源丰富并不意味学习效率

高。达成“ID+”课程目标，需要学生

拥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才能在

复杂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过程中学有

所得、学有所成。所以在构建“ID+”

课程体系时，学校开始了培养学生

“五力”的探索。

“五力”即自我管理力、自我修

养力、自主学习力、自主创新力、自

主实践力，其中自主学习力为核心。

自我管理力指向学生自我认

知、自我控制、自我省察、自我教育

的能力，学校通过基础课程、文化渗

透、活动参与等引领学生做一个自

律向善的人；自我修养力关注学生

爱好特长的发展，学校通过运动与

人生、艺术与人生、兴趣与人生等基

础课程和拓展课程的学习，让学生

做一个有情趣的高尚的人；自主学

习力指向学生想学、会学和坚持学，

学校通过基础课程和专题培训、方

法指导等，帮助学生做一个会学习

的人；自主创新力指向学生的创作、

创新意识和能力，学校通过作品创

作、发明制作、金点子征集等活动，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做一个拥有创

造力的人；自主实践力关注学生实

践能力，学校通过项目研究、专题实

践、家庭实验等，培养学生综合学

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做一个敢于探

索的人。

通过培养学生“五力”，学校让

学生学会自我认知和自我控制，明

确要成为怎样的人，并找到实现自

我价值的路径，尝试走进和创造美

好生活。

基于以上思考和实践探索，学

校逐步建立起以学生“五力”发展为

重点、以基础课程和拓展课程为抓

手的“ID+”课程体系，这也成为学校

发展中一张亮丽的“名片”。

不会停止的课程故事

改变大而统的课程设置，学校通

过构建“ID+”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

可选择、丰富且适宜的课程内容，促

进学生自主发展意识与能力的发展，

创生了许多为人称道的故事。

学 生 胡 方 原 本 并 不 了 解“ 创

新”，一次在科学课学习《地震》一

节，胡方了解到我国处在环太平洋

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

交汇处，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1976

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发生

的汶川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

亡。怎样才能在地震发生时避免人

员伤亡？胡方把问题当作课题研

究，她发现，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地

震往往发生在夜间，便将注意力集

中在人们夜间停留时间最长的床

上。胡方设计了防震避险床，这种

床不仅具备抗砸能力，还可以感知

地震时房屋震动，借助液压收缩装

置将熟睡中的人转至避险室。人落

入避险室后，保险带会自动扎好，保

证避难者不会因晃动而受伤。同

时，避险室内的食品、饮用水和照明

装置，可以保障两人一星期的生活

所需。如果被困避险室，避难者可

以使用避险室内的卫星电话、定位

装置等向外界求救。

胡方设计的防震避险床获得了

第三十一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优秀创意奖，这对她是莫大的鼓

励，促成她养成了解决生活问题的

习惯。同时，实践让胡方对课本知

识有了更深的理解，学习成绩也得

到提升。胡方说：“今后将不断探

究、创新，为成为创新型人才而努力

学习！”

在课程学习中，像胡方一样对

学习充满兴趣，进而找到职业目标

的学生不在少数。学生王远在学

校接触版画后，打算报考中国美术

学院，正式学习版画，并最终考取

了理想的高校，寻找到自己的艺术

天地。爱发脾气的学生小艾，班主

任建议他参加学校“自我管理力十

讲”拓展课程，通过一学期的课程

学习，师生惊讶地发现小艾随意发

脾气的次数减少了，而且还主动担

任了班级心理委员，帮助其他同学

管理情绪，并在“心理健康宣传周”

向全校学生宣传相关知识。

学习从未停止，学生的课程故

事还在继续。

一种课程就是一种文化。“ID+”

课程为学生带来了选择的快乐、发

展的可能、向上的喜悦。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国家

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黄玉华

学校是学生追寻梦想的地方，

成就每个学生、让每个学生出彩，是

学校教育的不二诉求。学校遵循教

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推进因材

施教、改进育人模式，提供丰富、可

自主选择的“ID+”课程，保护、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让学

生愉快学习、幸福成长。

教育使人自明。教育的最高境

界是让学生具备自主发展的人格，

一个人只有学会自主发展，才能真

正成为生活的强者。只有具备自主

发展的能力，学生才是成功的学生，

教师才是优秀的教师，学校才是领

先的学校。

尊重是教育的基础。宇宙、自然

都有其秩序，学生成长也要遵循规

律。对于学校教育来说，学会尊重就

是维护秩序，是让教育沿着秩序而行。

学生是具有生命力的“种子”，

教师要根据“种子”的特性，给予适

当的“阳光”“雨露”，帮助“种子”健

康生长。丰富的课程、个性化的评

价，这些都是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

尊重。学校为学生搭建以尊重为

基础的成长平台，也让学生在成长

中学会尊重。

发现是教育的智慧。教师要学

会发现学生，发现每一个学生的价

值，发现学生与众不同的个性。

自主发展教育是为了让学生从

追求知识到追求问学、从发现知识

到发现问题、从发现方法到学会创

新、从发现他人到发现自己，让学生

在学习中发现不一样的自己。我们

希望涌现出更多像胡方、王远一样

的学生，希望更多学生在课程学习

过程中发现自我、成就自我。

唤醒是教育的境界。教育不

是给予而是唤醒，学校应该是师生

灵魂觉醒的地方。教育的意义在

于让学生找到自我，唤醒学生的

善，唤醒学生内在潜能，唤醒学生

的创造力。

我们探索自主发展教育的实

践路径是课程、课堂、评价。为实

现学校品牌升级、推动学校跨越式

发展，我们以自主课堂为切入点深

入推进课程改革，十几年来走过了

从“模式推动”到“要素推进”、再到

“‘ID+’课程建设”的历程。我们

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

生自主发展。

尊重学生就是尊重生命，就是

尊重生命成长的规律和成长需求。

我们愿意站在学生立场，不断改进

学习方式，不断完善“ID+”课程，努

力打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让师

生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国家高新

区外国语学校校长）

站在学生立场发展学生
□汪阳合

校长手记

学生做实验学生做实验，，提高实践能力提高实践能力


